
.兄弟院校学报偶拾.

ǐ艺术掌裕ì的由洒
、

外延众其音乐裸题

īǐ艺术掌握ì与企业管理í是煦先邢衰生新近发表在ī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学刊í一霭2年二第期一上的篇论文
。

乍奋这题目
,

确如作者言所
.

r似乎有些生硬拉扯
,

风马牛相不及ó
。

读者们会定感到诧异
。

但若读完全文之后
,

所印得是象将完全不同的
.

人们食仁作雄勺者的新预立和意独到见地所折服
。

虽然文是幸仅就
古才华摊ó与现代企业管理间题的特殊关系而言的

,

可是其意义
则是

ù

匹远超了出该课哲的论阅
,

读者把的目光引向了对ǐ艺术掌握ì的探广内涵和外延的全方理位论探索
,

而从使人可有们能引申 此由开去
,

在更广阔的思维空里间寻求新的发现
:…

古往今来
,

人类总是不地断在创造完和俘曹主体身自及对其

世界象
,

希浪把人类生活其中的世大干界建设一成个人与自然
、

人与社会
、

人与身高度自和谐的人乐间园
。

其原因盖于出这样一个事实
,

即如勿
.ù厂研叱的邪徉
.ǐ世界不会满足人
,

人决心以自己行的动产讯乡甘界
L产叉尹宁的ī哲学记笔íà而然要世变界改

,

首先碰列的课题就是怎样去世掌握界
。

谓所ō掌握世界ì是就识认
、

揭示
、

支配和运万用事万的物发生成展律规
!

造福人类
,

面有世全占界的意思
。

至于通过哪些途径
、

取采何种方去式ō掌握世界ó
,

马克思在其īǐ政治经济学ì导言í一文中
,

提的出ō理论的
、

艺术的
、

教宗的
、

实践梢神的ì等儿仲掌握世界的方式
,

就是对这个问硒所作的最好答复
。

虽然马克思没对有此展开论述
!

但伟其大理论意义还是不容里疑的
。

在此应当指出的是
,

马克思对于ō掌握世界的方式ì作如此区

分
。

只是一种科学抽象
,

在际实掌握世界的行程中
!

这几种不同的方并式不是ǐ河井水不犯水ì那样地互不相干而各行其道
。

相反地它之们间的关系是相互贯通
、

相互渗透
、

胡互作用
,

互相补充地整合于一个统一的过程之的中
,

并且常常是在方某种式以其固有的方式为导的主情况下
,

同时兼容涵摄着其它方的式某些因素
。

这是因为尽管种每方式都有其的各自不容取代的之特独处
,

但它面对 所们着的是却一个世同界
,

并且着受一同普遍规律的支配和制约
,

因此
,

想要人地为将它性硬地们加以分割开来
,

是恨本办不到的
。

那么
,

ō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ì究竟具有哪些独具一格的质的

规定性呢?众所周知
,

艺术创作管尽需要头里在脑进艺行术构思
,

但绝不仅仅象理论的方式那样止地于头脑中的思维活动
,

它还须

通过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
,

其艺术使构思外化为可可闻见
,

可或以触摸的感性艺术实体
,

方其进人能使现实生活
,

发挥其ō掌握ì世界作的用
.

同样
,

艺术创作虽然具自浪强工的艺操作特性
,

但艺术也绝不仅仅以社向会提某供些物质,
徉勺满足
。

艺术首要的
、

也是始终如一的使命
,

是为了通过丰富多彩酌审美活动
,

一方面为人提们供足以赏心悦耳
、

愉娱情目美好艺的的术享受
,

一另方面也为人们提有供助于开拓视野
、

提升内质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臻于更高人

、

垅生界精的神动力
,至于艺术的

、

宗教的两种掌握世界的方式
,

性其神梢 就这的一特点而言
,

二者确有很多的柑似相近地的方
,

是 特别在运用r想象ì
、

通过ō幻想J对自然进行加工的一致上
,

是更难分波此
。

马克思曾经提并予高到给度评价的希腊神话
,

就是艺术的方式与宗教的方高一致式度的与性交性融的生动例证
。

不过
,

艺术与宗教毕竟不是一码事
,

二昔追所技的租达要到的目标则是完全不同的
,

甚至截是立然的对
.

一个在
.

理世ì
。

另一个却在ǐ彼岸ì
,

这是绝对不可混一为谈的
。

通过上述对ǐ艺术常握方式ì与其它几乎中方式异的同比较和

界定
,

不难看出艺术的恃殊性之所在
。

但是
,

强艺调的术方式的特殊性
,

意绝不普味否定艺方术式的普遍意义
。

马克思的ǐ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ì的名言
,

就本其体含义而言
。

当吸艺术这范一畴
。

可是
,

人类的实表践明
,

美的规律不止是用于艺术创这一作狭范小围
,

而个是一放之四海
、

贯通古今的普遍适用规的律
,

可以毫不夸大地讲
,

人类一的造物切创无不经过艺术之光所照姐
,

也经无不过艺术之润色的
。

上面提的列食乙术屋牡ì与企业曹理í文一
,

也正是运用这规律一在探寻艺术幸掩方式与其它方式的联在内及系其契合点一的个实例
。

音作乐为个整艺术领个部域一的门
,

它又是佯怎去ǐ握掌ì世

界的呢?这是个一迄未起音引学乐术界的应关有注
,

即便有人偶谈而及这个问题
,

也仍然限于般一性的讨探
,

很少有的音乐从角度深作入的思考
。

究其原因
,

也是许由于音这乐门艺太术得玄奥缘的故吧
。

的确如此
。

在整个艺类术门当中
,

恐怕就数音不最乐涉理路
、

不落言淦
,

不善辛拟
、

不事描绘
、

其作创更无生活原型蓝本可依
!

音乐似离乎开现生活最实远
,

哪里还谈得上ǐ握掌世界ì具这一极实践内容课题的?而恰恰然相反的是
,

音乐社对会生活与参的程度
。

远较其它艺高术为
,

其影响之深
、

顶盖面之广
,

是都无出其右的
。

样的 这事实究竟说了明个一什么问题呢?难道不值得人们予以深思吗?

当然
,

要科学阐明音乐对世界的ǐ艺术握掌ì确非事易
,

其困难

程也度必然远较其它术艺为高
。

是但
,

正因为如故此之
,

才为音乐学术界人士提供了一个绝好理的论课题
!

弄清它
,

将会对音乐及整个业荣艺事繁术的发展
,

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的
,

这一点
,

我是深信不疑的
。
八永言à

下 几种结 构规律
:

l) 由两 句
、

四 句或六 句构 成的段子 曲
。

知多用于社火 中的伴奏

锣鼓
,

集会用的仅仗锣鼓
,

行路锣鼓 等 ;

2) 长短无定的各种单段 休结构 的牌子 曲
。

如 平利县的《东路花

鼓子 》
、

镇坪县的 《加长 健 》
、

大 荔县的《长庆鼓 》等 ;

3) 由 两个以上牌子 曲 构 成的联 曲
。

如安康市的《 长八板 》即 由

八个牌子 曲构成
,

陇 县的《干股 梅套十样锦 》
、

凤翔县 的式三环含风

提雪矛均由几支不 同的牌子 曲联级 而成
;

4) 按 固定程式联级 而成的套曲
。

如成阳 市的 ( 十样钵 》即由 四

个鼓头牌 子
、

四个花 样牌 子 和 两个主调牌 子构成 ;兴 平 县的《十 面

理伏 》第一部分 由 《十 面理 伏 》一
、

二与《长芯子 》构成联 曲 体
,

第二

部分由 《老边子 》
、

《鼓 帽子 》
、

《 衍子缠鞭 》
、

《 钩跳琦 》作循环演奏
,

天

后以 《鼓帽 子 》作结
。

锣鼓乐曲 结构也 是多样化的
。

上述 未一般结构规律石 已
。

5
、

锣鼓乐的风格特点

陕北锣放乐主要为袂歌伴奏
,

其自身特点不甚显著
。

陕 南锣鼓

乐多用细铜簇
.

编制小 型多样
,

单件组 合见长 ; 在艺术表现止
,

讲 究

轻敲细 打
,

锣鼓点硫密相问
,

节奏复杂
,

音色丰富
。

力度对比强烈
,

融 节奏
、

速度
、

力度
、

青 色变化一于一 体
,

风格明快臾朗
,

轻巧 华丽
。

关 中锣鼓乐多用粗 钢器
,

编 制以 完整齐备
、

群体 多件组 合为特征
;

搜长 以 不 同的 乐器作此 音色对 比演奏
,

阵容庞 大 整齐
、

气势雄军
,

更兼释姿矫健
、

步伐录迈
,

颇具雷建万钧之力
、

排 山 倒海之势
。

有

嵌人勇往
、

奋发向土 的艺术感染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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